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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产业空间优化对于城市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文章在梳理产城发展的基本逻辑、经典

理论和典型案例基础上，研判了产业空间重构的重要趋势，并以济南市为例探讨面向高质量

发展的产业空间优化。首先识别了制约济南城市产业空间发展的主要问题，包括市域区县发

展不均衡、科技创新能力与要素配置不协同、优质产业空间保障不足等。然后提出济南产业

空间优化的三大策略：①在都市圈一体化背景下，加快形成核心引领、差异分工、梯度布局

的全域产业协同发展格局；②促进产业、创新和要素一体发力，培育创产城融合互促的高能

级城市新动能承载平台；③精细梳理整备优质产业空间，引导产业空间布局实现优地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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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pace is crucial to the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basic logic, classical theories and typical cas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ities,
this paper studies and judges the important trend of industrial spatial reconstruction, and discusses
the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pace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y taking Jinan city as an
example. First of all, the main problems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industrial space in
Jinan city are identified, including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among urban districts and
counties, the uncoordinate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bility and factor allocation,
and the insufficient guarantee of high-quality industrial space. Then three strategies of Jinan´s
industrial space optimization were put forward: ① accelerate the formation of a whole-area
industri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attern with core leadership, differenti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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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ient layou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etropolitan integration; ②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innovation and factors of production, and cultivate the new driving force carrying
platform of high-energy cities that integrate and mutually promote innovation, industry and city;
③finely sort and prepare high-quality industrial space, and guide the layout of industrial space to
achieve optimal use of prime land.
Key words: industrial space; integration of innovation, industry and city; optimization of spatial
organization; Jinan city

0 前言

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空间是高质量发展的载体，开展产业与产业空间的匹配关系

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随着全球产业链重构和数字经济、知识经济的兴起，

当前产业发展正处在深度变革之下，其所依存的空间载体也在快速重构，产业空间组织模式、

产城关系、产业空间利用方式等都在发生显著变化。一是城市群、都市圈成为重要的产业空

间组织单元。受贸易保护主义及各类自然灾害和社会风险的影响，原有的全球产业链与供应

链体系和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分工格局发生改变，城市群、都市圈等成为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

全，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优势地理空间实体与经济社会组织形态
[1-2]

。二是产城关系将更加

融合。随着产业研发环节重要性的提升和人机结合柔性化生产线的普及，产城融合的重要性

更为凸显，强调产业与城市功能的有机结合，强化生活与产业之间的互动与协同。三是产业

空间利用方式更为多元混合。智能化时代的产业布局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和分散性，用地需

求更趋于混合，在大幅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同时，也需要更好地满足不同产业和人群的需求。

中国高度重视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山东考察时强调，必须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加速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并对未来产业进行超前布局。山东省提出“强省会”战略，要求 2025

年济南在全省经济首位度达到 16%。为此，济南需要借鉴国内外经验，为优质产业和优势集

群产业“强链”“补链”提供空间保障。

1 产业空间理论研究进展与案例借鉴

产业空间理论主要研究产业结构优化、空间集聚与扩散机制、区域协同发展等方面，关

注产业活动在不同尺度空间的分布、格局和演化特征。其中，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强调通过调

整产业内部结构和提升产业链水平来增强产业（链）竞争力；空间集聚与扩散机制研究重点

分析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市场接近度等影响产业集聚和扩散的因素，通过优化产业在空间

上的分布来增强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区域协同发展理论倡导打破地域界限，通过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来实现区域产业的协同发展，增强区域的竞争力。在发展历程中，20 世纪初

的区位理论，解释了产业为何在特定区域集中和产业集群形成机制；20 世纪 40 年代，结合

贸易理论和价格理论，产业区位论研究更加强调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和运输成本等因素对

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伴随全球化和技术突破诞生的演化经济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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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了全球化背景下空间重构和区域产业升级路径，为理解现代产业空间发展提供了多维视

角和逻辑支撑，重视区域创新、注重产城融合等成为产业空间发展的趋势
[3]
。

1.1 产业区位理论与制造业圈层案例

1909 年，德国经济学家韦伯在《工业区位论》中探讨了工业企业布局会受原材料、市

场和劳动力等因素影响而选择合适的区位布局。弗里德曼的核心——边缘理论也解释了经济

空间具有圈层特征
[4]
。我国学者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实证研究中，进一步考虑极差地租、

交通便捷程度等动态因素，提出了制造业分布的圈层结构及其演变规律
[5-6]

。近年来，我国

都市圈产业演进伴随产业外溢转移和空间重构，呈现“产业升级—价值重组—空间调整”的

路径。制造业整体向外圈层转移生长，其中服务都市消费需求的都市工业环城发展，研发型

轻制造离心化布局，代表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先进制造远郊化布局，传统大型制造业外溢迁

移。例如，广州引导产业链在不同圈层优化布局，形成了更大区域范围的制造业生态圈
[7]
，

其中与创新成果转化紧密相关的都市工业回流中心城区，先进制造业转移至 30～60km 圈层

的南沙、增城等地，传统大型制造业外迁至 60km 以外圈层的广州都市圈范围。

1.2 创新地理学理论与科创走廊案例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成为产业和区域的核心竞争力。地理学、区域经

济学等重视研究创新活动的空间规律、空间组合特征、创新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等。其中，科

创走廊成为区域创新竞争的新赛道和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8-9]

。世界典型科创走廊

有加州 101 公路科创走廊、英国 M4 科创走廊和东京-横滨-筑波科创走廊，它们往往集聚以

某一或若干领军企业为代表的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生态，创新要素、高端人才和新兴产业在

这里高度密集。以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为例，东起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西至浙江农林大学，

下辖紫金港科技城、未来科技城、青山湖科技城三个省级高新区，主廊道长 39km，规划面

积 416km
2
，集中串联了高校“智源”和创新圈、国家未来科技城、智能制造核心高地，推动

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成为杭州创新发展的“主引擎”[10-11]。

1.3 城市功能分区理论与产创城融合案例

西方近代城市规划以“功能”类别进行城市用地分区。例如，1933 年《雅典宪章》主

张按照生活、工作、游憩和交通等四项城市基本功能进行合理分区。按照此理论，西方国家

建设了大批产城分离的工业区，但随之产生了职住分离、通勤压力等诸多问题。20 世纪 40

年代后，西方国家特大城市周边掀起建设产业新城的热潮，推动了产业园区与城市融合，呈

现产城一体化发展趋势。产城融合经历了“产城分离—产城融合—产创城融合”三个阶段
[12-14]

。

在当前创新成为时代发展核心主题的背景下，产业空间逐步走向“产创城融合”发展的新阶

段。例如，合肥高新区建设了多个产城融合科创社区，布局科创、孵化、加速器、产业基地

全生命周期科创产业，累计建成 500 万 m
2
科技孵化载体，包括 200 余家国家级、省级研发

机构，1000 余家高新技术企业。在产业发展上，拥有丰富创新型产业及相关辅助产业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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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新平台上，布局了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中科院创新工程研究院等一批国际化重大工程

科研院所；在城市服务上，提供满足丰富生活和休闲娱乐的各类设施
[15-16]

。

2 济南市产城空间演变历程与存在的问题

产业发展是城市空间发展的推动力。自 1994 年被确立为副省级城市以来，济南经历了

“分散组团—带状结构—多中心组团”的空间演变历程。从产城空间关系看，各阶段城市空

间拓展和变化都与产业发展紧密相关，体现了产业和城市发展的适应性。

2.1 产城空间演变历程

2.1.1 分散组团阶段：主城填充发展、外围产业组团初建

1993 年 11 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

干问题的决定》。济南市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在 1995 年至 2000 年前后以

二环路为界的主城区基本成型。前期城市发展主要围绕商埠和古城，向外呈圈层式拓展；新

增工业区分布在主城区西部和北部，沿胶济铁路、小清河和二环路分布，涉及钢铁、电力、

机械、电子、汽车制造、化学纤维等行业，打造了小鸭洗衣机、轻骑摩托车、康巴斯钟表、

济南啤酒等一批轻工业品牌。城区外，产业型组团在东郊布局，济钢、济炼工业组团逐步成

型，形成了早期工业园区。产城空间基本形成了以老城为中心，向外围分散组团状发展格局，

东郊产业组团建设成为城市拓展初动力。

2.1.2 带状结构阶段：中心城区扩容、“一城两区”构建

21 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济南市经济社会发展迎来新的机遇，城市确立“一城

四团”的空间结构：在主城区基础上，重点向外发展大金、党家、贤文、王舍人四个产业组

团，有序引导工业用地向主城区外围迁移。2003 年，济南确定了“东拓、西进、南控、北

跨、中疏”的十字发展战略方针，重点向东、西两个方向发展，形成“一城两区”空间格局。

原“四团”并入中心城区，向外发展孙村，向西发展长清，承接外溢制造业等产业，建设产

业园区；新的中心城区功能定位以商业、金融职能为主，东部城区和西部城区(包括长清中

心区)承接中心城区人口增长和产业转移。在产业空间上，形成三个不同的产业聚集区：一

是中心产业聚集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二是东部产业聚集带，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高

新技术产业，打造电子信息、交通装备、食品药品等产业集群；三是西部产业聚集带，以机

械装备、旅游产品制造基地及农副产品深加工基地为主。

2.1.3 多中心组团阶段：新发展格局构建、产城发展全域协同

“十三五”以来，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济南市综合研判新阶段城市发展面临的

空间问题，改变东西带状发展格局，明确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提出实施“携河北跨”，形

成多中心、网络化、组团式的城市空间结构，城市发展由“大明湖时代”向“黄河时代”迈

进。2019 年，莱芜市并入济南市，城市空间进一步整合和优化。2020 年济南市提出“东强、

西兴、南美、北起、中优”的城市发展新格局，城市和产业发展向全域协同的高质量发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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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转变。整体上看，伴随城市组团式、多中心发展，各区域产业集聚和关联程度有所上升。

当前随着城市发展进入新阶段，特别是都市圈一体化背景下，济南的产城发展需要通过更加

精准的衔接和协同，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空间发展路径和支撑机制。

2.2 济南产城发展的现状与问题

2.2.1 产业发展趋势整体向好，但市域区县发展仍不均衡

近年来济南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产业规模不断扩大，2023 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为 1275

7.4 亿元，三次产业构成比为 3.4∶33.8∶62.8，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 12.4%，

集成电路、空天信息等六大产业共同体加速壮大，十大标志性产业链群能级提升。但伴随省

会发展势能加快集聚，城市发展框架拉开，在中心城区及东部发展基础和态势好的区域对比

下，外围部分区县如槐荫、长清等产业发展和定位缺乏协调机制，出现了区县产业发展和空

间布局不平衡的问题。整体看仍需要在市级统筹和要素保障下，持续推动产业布局与城市新

框架新格局调整适应。

2.2.2 科技实力提升，但“产业-创新-要素”配置不协同，创新发展有差距

济南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实力提升明显。2023 年，济南市研发经费投入

提高到 2.88%，在全球科研城市中列第 32 位，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列第 15 位。高等级

创新平台建设加速推进，中科院济南科创城加快建设，电磁橇轨道、放射性药物转化平台相

继建成，首家国家实验室济南基地获批，新增全国重点实验室 6 家、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2

家。科技成果转化倍增行动扎实开展，新增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 8 家、加速器 2 家、众

创空间 16 家，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 806.53 亿元，居山东省首位。但对照创新城市定位，

济南当前仍存在问题，如产业实体、创新载体与要素配置仍不够协同，城市实体经济新而不

优，部分智能制造、信息技术产业存在布局分散、链条缺失、产业生态培育滞后，创新驱动

作用发挥不足等。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相比，济南创新能力差距较大，主要体

现在高等教育、高水平科研机构、创新型企业等创新要素集聚程度、鼓励创新的制度和社会

环境，以及对创新人才的吸引力不足等方面。与南京、西安、合肥等城市相比，济南在高新

技术产业产值总量、科技创新投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方面也存在一定差距，主要包括城

市创新载体布局分散，难以串联成群，更无法发挥综合效能；创新对传统产业的扩散和辐射

作用有待加强，新旧动能转换、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进程有待加快，高层次人才特别是高层

次科技领军人才匮乏，产业转型升级步伐较慢等。

2.2.3 低效用地盘活初见成效，但优质产业空间保障仍有不足

近年来，济南落实国家集约节约土地政策，以高效利用城镇土地资源为目标，开展城镇

低效用地再开发。城市整体推进低效用地盘活，挖潜存量用地，推动产业转型和项目落地。

聚焦中心城区、重点功能区及开发区，划定约 44km
2
的低效用地范围，上线产业用地“超市”，

将可利用的存量工业、仓储用地和商业用地上图入库。但空间上面临新增产业用地不足、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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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产业用地低效利用和布局分散、空间供给和空间需求错位等问题，无法满足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先进制造业对成规模、高质量、多样化的产业空间要求。例如，根据 2024 年济南市省

级以上经济开发区发展现状调查，全市 9 个省级以上经济开发区不同程度存在基础设施配套

不完善、土地供应不足等问题，特色和优势产业空间要素保障有待提高。

3 济南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思路与空间优化建议

产业高质量发展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命题。区域格局深刻变化为济南市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外部环境和历史机遇期，新旧动能转换、自贸试验区、黄河流域国家战略等政策逐步落地，

强省会战略和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策略实施，为济南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释放经济发展新动能。

与此同时，产业发展呈现快速迭代的新特征，传统产业不断升级换代，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日新月异，产业链、创新链和供应链重构使产业布局形态发生显著变化面临新挑战。在城市

发展进入都市圈时代，内部空间资源约束性与区域协同发展趋势并存的背景下，济南需积极

响应国家战略，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布局新质生产力，并明确产业空间发展的总体思路

和空间优化措施，在有限空间内吸纳更优质产业，快速提升发展势能，以产业发展带动城市

突围
[17-18]

。

3.1 产业空间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思路

济南是引领黄河流域发展的重要中心城市，也是国家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北方先进制造

业基地、商贸物流中心，区域科技创新高地。未来，济南将持续推进工业强市战略，积极推

进新能源汽车、空天信息、电竞游戏、集成电路、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等多个产业的高质量

发展行动计划：一是聚焦加快制造业优化升级，以规模庞大的国家级先进产业集群“做强龙

头”。塑强大数据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与高端装备、精品钢与先进材料、生物医药

与大健康四大主导产业优势，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

10 个标志性链群产业共同体建设，加速互联网、AI、大数据技术向传统产业的渗透，促进

钢铁、重工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二是突出科技创新核心地位，抢占新兴产业制高点。加快

发展空天信息、新能源、绿色环保等新兴产业，打造未来产业先导区，持续做优布局、做大

规模、做高能级、做强竞争力，打造一批千亿级产业集群。三是构建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系，

推动现代金融、文化创意、商贸物流、医疗康养等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为此，济南应为以新智造、新科技、新服务为核心的现代产业体系提供空间保障，并结

合城市整体空间布局调整落实产业空间优化需求。一是加快形成核心引领、差异分工、梯度

布局的全域产业协同发展格局，引导产业、人才、资金等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推动济

南引领都市圈建设，强化辐射带动能力。二是培育创-产-城融合互促的高能级城市新动能承

载平台，引导优化产业合理化布局，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优质空间载体。三是整备优质产

业空间，推动产业布局优地优用，引导有限增量产业空间精准投放，盘活挖潜存量空间“内

涵式”发展，最大限度提升产业用地的综合产出效益，提升经济发展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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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济南产业空间优化的对策建议

3.2.1 都市圈尺度加快形成全域产业协同发展格局

作为济南都市圈核心城市，济南应以优势产业、强科创能力带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和一

体化发展，通过强化市级统筹和要素保障，遵循产业发展和空间调整逻辑，形成核心引领、

差异分工、梯度布局的空间格局。

一是强化中心城区创新引领与综合服务功能。以二环西路、东绕城高速为界，重点发展

金融商务、商业休闲、文化旅游、科研创新等集聚功能，以古城、商埠区及奥体中心、中央

商务区、中央科创区为核心构建城市主中心，强化经十路两侧商贸金融、公共服务、科技研

发功能集聚，构建创新策源地，加快推进山东新金融产业园二期、中国航天科技园项目建设。

二是优化紧密联系圈层的创新转化与产业主体功能。主城范围内、中心城区外承载黄河

流域中心城市核心功能，为创新转化圈层，以研发、制造相结合的产业集聚平台为主，重点

在长清、章丘、济阳城区培育一批先进制造业园区。

三是引导外围副城和县域空间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更外围的副城、县域空间依托自身自

然资源本底特色和产业基础，突出特色产业发展和绿色转型。如,莱芜、钢城建设高端装备

产业集聚区，依托工业文化资源发展休闲文化旅游产业；平阴重点布局大健康产业；商河做

强智能制造与高端装备等。

四是构建两条多元要素汇聚流通的产业创新走廊。结合重要交通廊道、生态廊道，串联

政产学研金主体，汇聚腹地内重大产业载体、技术资源，优化技术、产业和市场之间的关系，

推进建立兼顾地理空间属性和技术领域属性产业发展廊道，促进集群要素跨界、跨群、跨区

流动和聚合共享，打造产业聚集高地和人才集聚高地。东部智造动能轴集聚临空经济区、济

南高新区、齐鲁科创大走廊等产业载体，推动枢纽、创新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智造济南、

科创济南东部隆起带。北部新城动能轴集聚科创与综合服务功能，连接大桥、桑梓店、崔寨、

临空等新动能发展空间，打造区域性创新高地和人才集聚高地，支撑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成

形起势。

3.2.2 城市尺度聚焦培育高能级城市新动能承载平台

选取具备创新人才、产业、机构等要素的功能区和片区，培育打造多元化创产城融合生

态圈，为城市新动能提供承载平台。打破行政边界，打造满足新兴产业和创新人群需求的产

业创新单元，匹配创新类产业空间需求，即高聚集效应的“城市化生活需求”、产业共享交

流的“知识人才社交需求”和弹性发展空间的“企业发展性需求”，促进产业业态交叉融合，

构建若干面向新质生产力和创新人才的创产城融合互促区
[19]

。

①传统老城区，重点依托古城、商埠历史城区及串联区域，培育特色街区与产业创新生

态圈。贯彻“中优”战略，减量与增质并行，提升老城空间品质，结合老城更新，围绕科技

创新、总部金融、高端商业、文化创意，打造特色街区与产业生态圈，提升城市活力。②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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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培育新动能产研转化生态圈。集中打造核心功能区，布局高端服务业、

总部经济、研发中心、创新孵化器，吸引高端人才和企业入驻。划分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

特色产业集聚区，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加快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载体建设，满足区

内就业和生活需求。③高新核心区，培育高能级产研转化生态圈。做好高能级平台和科技产

业链式布局空间保障，服务科技创新产业、科研机构和人群，优化创新服务配套，优化科技

成果转化环境，打造产学研居融合格局。④医学中心功能区，培育健康医药产研转化生态圈。

重点做强医养健康、文化旅游、会展商务、智能制造产业，发挥国际医学科学中心载体优势，

构建医疗、康养、医药协同发展生态。⑤长清大学城、创新谷、经开区等联动区域，培育产

教融合和产研转化生态圈。充分利用大学城院校专业优势，与本地制造产业和孵化载体结合，

推动装备制造、材料制造等传统产业向高端转型发展，培育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文旅

康养等产业集群。

3.2.3 精细梳理整备优质产业空间，引导产业空间布局实现优地优用

以政府为主导、产业集群化发展为导向，多部门联动，结合城镇低效用地盘活工作持续

发力，从存量待租售办公楼宇、拆违销账可利用、一级开发及棚改可利用、存量可更新厂区、

低效产业用地等方面深挖各类低效产业用地潜力，摸清济南存量产业空间家底，形成全市低

效用地“一张图”
[20]
。

结合产业空间潜力评估，根据产业用地规划条件情况、可实施情况、产业适用情况等因

素，完成存量产业空间分类梳理。分析济南产业集群空间需求，在此基础上筛选一批具备集

中连片、具有示范效应和引领作用的精品产业空间，提高空间资源配置效率，为产业落地和

产业集聚发展夯实空间基础，支撑产业集群发展和产业链纵深拓展[21]。

结合产业空间可实施性评估，汇总全市产业空间分期供应一张表。综合考虑产业空间土

地权属、征拆情况、占补情况、土地成本、交通条件、基础设施等因素，评估可实施性，判

定近期、中期、远期可利用的空间资源，依据产业发展变化弹性匹配产业空间资源，保障有

限空间资源与优质产业项目匹配。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从认识产业空间发展规律出发，识别了济南市产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战略和路

径层面提出支持产业空间发展的若干策略，包括在都市圈尺度加快形成全域产业协同发展格

局，在城市尺度聚焦培育高能级城市新动能承载平台，在地块尺度精细梳理整备优质产业空

间，引导产业空间布局实现优地优用，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空间保障。

面向高质量发展，济南亟需以产业发展带动城市突围。但对产业空间的众多实施主体而

言，具体操作层面的空间供给、管理和保障问题则更为具体而复杂。需衔接多个部门和工作

层级，建立多方协同的工作推进机制，搭建产业要素支撑平台，以及寻找策划、招商、规划

建设到实施运营全过程陪伴服务的技术团队等，通过多方协同来保障产业空间优化策略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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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实施，实现产业空间资源精准配置和全生命周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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